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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人民大会堂到学术殿堂，从大学校园到街头巷尾，近几年来司法改革成为人们频繁谈论的话题。
政治家和法学家、媒体和公众都在谈论司法改革，人们希望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贡
献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秩序，希望法院成为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保护神，成为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仲
裁人。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以下事实。
首先，司法机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对司法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都清楚地记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30年里，中国社会生活主要是靠行政手段来调节的。
除非某人触犯了刑法，否则他永远不需要和司法机关打交道。
“上法院”曾经是如此令人心悸的一个词汇，而一个真正有过“上法院”的经历的人往往被视为异类
。
当你的生活中出现矛盾和纠纷的时候，在城市，你所工作并由此而隶属的单位，你所居住的居委会，
在农村，你所属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领导会适时地出现在你的面前，他们会娴熟地用
行政手段解决这些问题，不管你对解决的结果是否同意，也不用考虑你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了公平对
待。
而现在则不同了。
改革开放导致了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
随着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和职能转变，“单位”的非业务职能逐渐弱化，党政领导不再承担
业务和党务管理之外的社会纠纷调解和裁决的任务。
城市中出现了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构的个人，他们独立谋生，自己既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也是法律
关系的主体。
在农村，很多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进入城市，他们和正式的机构只有雇佣和被雇佣
的关系，没有“保护伞”，必须通过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
即使是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们，也不再生活在严格的行政体制之中了，他们通过土地承包制解放
了自己，成为平等的权利主体。
“有矛盾找领导”被“有矛盾上法院”所代替。
与过去相比，“多讼”和“好讼”正在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人都可能产生诉诸法院的需要。
数据表明，近20年来，我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每年都有大量递增，法院正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角色。
20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成就之一是各级人民法院和公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人都可能和法院打上
交道，或者是你诉别人，或者是别人诉了你。
这是“依法治国”的新气象：法院日益成为维护社会公平的机构，成为公众“讨公道”的地方。
    其次，立法和法律实施之间的距离日益突出。
立法日趋完备，人们期望写在纸上的规则通过司法机关得到实施而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但这方面的
现实令人失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立法速度最快的国家。
80年代初，人们常常用“无法可依”来形容中国社会缺乏规则的状况，通过20多年的努力，这种现象
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基本法律和法律为主要脉络，由大量
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支持的规则结构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据。
然而，无庸讳言的是，法律实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十分突出。
曾经有媒体对我国的法院判决的执行情况作过评估，认为涉及经济和民事的判决，大约有90％左右不
能执行或者不能完全执行，有些估计还要悲观一些。
这种状况的后果是多重的：社会公平无法实现，人们对法律的信心被挫伤，合理的法律秩序无法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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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关注自然而然地转向司法机关。
    第三，司法体制的不合理和司法腐败。
我们的司法机关是在50年代初建立的。
当时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
，司法机关具有“准军事”性质，是维护政权的“刀把子”。
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而设计的司法机关，其价值标准和功能标准都与现在社会所需要的司法机关不同
。
尽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司法机关也在不断的改革之中，但是这些改革多半是反应性的，例如，法院系
统适应市场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需要设立经济庭，适应行政诉讼的需要设立行政庭，等等。
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因为它们满足了新的社会需求。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司法体制的不合理也随着法院职能的扩大而扩大了
。
诸如法院按行政区划的设置，法官的产生和管理，法官的地位和待遇，法院的经费来源，司法行政管
理，等等，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顺理成章的安排现在呈现出严重的弊端，成为司法腐败的根源。
人们早已熟悉了司法腐败的种种现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贿受贿，贪赃
枉法，欺压百姓。
更有甚者，有的法官竟然和当事人勾结，制造出了假原告、假被告、假标的、假证据、假代理、假审
判的假案子，“吃了原告吃被告”几乎成了法官的代名词。
在公众眼里，我们的司法机关似乎成了一个“公共病人”。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关于改革我国司法体制的讨论近年来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各种改革建议纷纷出手，大家都想献计献策开药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5月8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
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理论研讨会。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与会代表们为这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
论文的选题是多种多样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完全相反。
但是作者们的拳拳之心，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希望广大读者分享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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